
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改革攻

坚，全面推进“强村富民”集成改

革，用好数字关键变量，以改革

推动乡村振兴体系重构、制度重

塑、能力提升。

一是高质量发展村级集体

经济。深入实施村级集体经济

提升发展五年行动计划，一村一

策制定集体经济发展方案，促进

多元化发展。推广国企、村集

体、村民及经营主体利益共享的

经营机制，支持国企带动、村企

结对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加强

典型示范和项目引领，引导推进

抱团发展，组建强村公司，村集

体经济经营性收入50万元以上

的村保持在70%以上。

二是做深做实“三块地”改

革文章。深化海岛万幢农房激

活行动，引导鼓励各地通过盘活

农房、土地增加渔农民财产性收

入。推进普陀区全国深化农村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

建设，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动力。

做好定海区马岙街道国家二轮

土地延包试点。按规划审批、按

标准建设，落实细化渔农民建房

调整政策。

三是加快发展乡村数字经

济。推动乡村数字经济创新提

质，引导平台经济赋能“三农”发

展，迭代“舟山乡村大脑”建设，

提升“海岛e间房”“渔业安全精

密智控”等数字应用的实战实效

水平。加快乡村5G基站等数字

化新基建建设，大力发展智慧农

业、未来农场、数字植物工厂，打

造一批电商直播式“共富工坊”，

让数字红利惠及“三农”。

深入实施县城承载能力提

升和深化“千村示范、万村整治”

工程，完善城乡一体的规划建设

和风貌管控体制机制，推进城

乡基础设施一体化、要素配置

合理化、产业发展融合化、公共

服务均等化，整体提升渔农村颜

值气质，推动村庄有机更新。

一是全域提升渔农村环

境。以迎接杭州亚运会为契

机，坚持问题导向，全域推进渔

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加强城乡

公路两侧环境提升，扎实开展

抛荒地专项整治，全市主干道、

美丽风景带等沿线村全部达到

“三星级”以上标准。深化渔农

村垃圾、污水、厕所“三大革

命”，制定舟山市悬水小岛垃圾

处理标准，建立小岛绿色低碳

垃圾收运处理体系。实施农

房、村道、管线“新三大革命”，

抓好村庄空间梳理、农房改造、

管网建设、降围透绿和“一户多

宅”整治。

二是打造海岛乡村画廊。

开展“千万工程”实施 20 周年

系列活动。坚持一村一品、一

岛一景，重点抓好本岛展茅黄

杨尖村、盐仓新螺头村等的整

体提升。制定海岛乡村画廊实

施意见，树立海岛和美乡村“一

带一路一画廊”品牌，启动海岛

和美乡村“一带一路一画廊”建

设。编制舟山市海岛和美乡村

建设专项规划，打造高品质乐

居、乐业、乐游的现代幸福乡

村。实施“小岛你好”海岛共富

行动，分类施策推进“空心村”

“空心岛”综合开发利用。

三是改善乡村现代生活条

件。围绕形成以县城为中心、

以乡镇为纽带、以农村为腹地

的地理空间，加快路网、水网、

电网等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提

档升级。迭代“四好农村路”

2.0版，深入实施“蓝色岛链”工

程，打造更加便捷的岛际交通

体系。深化饮用水综合提升工

程，逐步实施分质供水、优水优

用。破解“一老一小”难题，全

面深化“海岛支老”“幸福驿家”

建设，加强文化、体育、休闲、商

超等生活配套设施建设，全力

打造15分钟幸福生活圈。

全域全景，推动乡村颜值风貌整体提升

扩产提能，推进乡村产业高质高效发展

把乡村产业作为夯实高质

量发展底盘的基本保证，依托

海岛乡村特色资源，向开发农

业多种功能、挖掘乡村多元价

值要效益，向一二三产融合发

展要效益，不断兴业态、树品

牌，让农业现代化的速度、质量

和成色更优更好。

一是夯实粮食安全根基。

严格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同责，

整合完善各类种粮支持政策，

落实粮食生产包片指导和农技

服务挂钩联系制度，推广政策

性农业保险覆盖面，确保粮食

播种面积稳定在8.2万亩、生猪

产能 12 万头。深入实施万亩

农田提升行动，加快定海马岙、

普陀桃花绿色农田和岱山火箭

盐场粮食功能区改造提升项目

建设，提高农业抗灾减灾能力

和生产效益。加快推进定海粮

食产业园建设，做大做强粮食

储运加工贸易全产业链。

二是发展海岛设施农业。

结合抛荒地整治和标准地改

革，鼓励土地集中连片流转，引

进工商资本、种植大户发展设

施农业，加快提升一批、发展一

批、新建一批数字植物工厂或

未来农场。开展优质集约化育

苗中心建设，引进适合海岛地

区的蔬菜、瓜果等新优品种和

配套技术。新建或提升改造连

栋大棚、日光温室大棚等设施

蔬菜700亩，推动室内运输、多

功能作业等设施装备与现代化

温室集成配套，全市蔬菜自给

率提高到45%以上。

三是加强农业“双强”赋

能。抓好渔农业重点建设项目

的实施，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打

造“农业+”综合体。加大新品

种、新机具、新模式、新技术推

广应用，重点布局建设“1+2+

N”产业服务平台，推进嵊泗贻

贝全程机械化试点项目，建设

六横、桃花2个农事服务中心，

打造3-5个农艺农机融合示范

基地，争取形成海岛丘陵山区

农事 30 分钟服务圈。大力发

展渔农业链式企业，形成鱿鱼、

金枪鱼、贻贝 3 条年产值超 10

亿元的全产业链。细化落实

《关于深入推进渔农业“双强”

行动 驱动渔农业现代化先行

的工作方案》，强化渔农业高质

量发展的政策保障。

四是做深“土特产”文章。

依托海岛特色资源，因地制宜

选准产业发展突破口，积极培

育休闲农业、渔农家乐、乡村民

宿、运动康养等美丽业态。加

强区域公用品牌营销，培育壮

大普陀佛茶、晚稻杨梅、登步黄

金瓜、金塘李等特色农林产业，

打响“舟叁鲜”“定海山”等海岛

区域公用品牌。着力完善产业

发展联农带农的利益联结机

制，把产业增值收益更多留给

农民。

深化改革，持续激活农民农村共富引擎

发挥党委农办统筹协调作

用，全面落实五级书记抓乡村振

兴责任清单，抓好乡村振兴各类

要素保障落地落实。

一是建强乡村基层组织。

抓好村党组织书记全员轮训，培

育好“领头雁”队伍。深入实施

“红色根脉强基工程”，持续推进

“百千万”工程，以村社组织“双

述双评双比”为抓手，优化建强

村社干部队伍，健全村社干部激

励机制、偏远海岛“驻岛服务”

“包网入户”等工作机制，激发村

社干部干事创业活力。

二是提升乡村善治水平。

完善党建统领的“四治融合”模

式，迭代升级“海上枫桥”“东海

渔嫂”等品牌。建好用好新时代

文明实践中心、实践所和渔农村

文化礼堂三级主阵地，持续推进

渔农村移风易俗。常态化推进

农村地区扫黑除恶，加强清廉村

居和民主法治村建设，维护乡村

稳定安宁。

三是切实强化要素保障。

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集中

财力支持农村基础设施、耕地

保护与建设、农业“双强”等领

域。深化完善农村新增建设用

地保障机制，盘活农村存量建

设用地。实施高素质农民培

训、农创客培育等行动计划，造

就一支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适

应的乡村人才队伍。尊重农民

主体地位，鼓励基层探索实践，

营造“干部敢为、地方敢闯、企

业敢干、群众敢首创”的浓厚氛

围。

作者系舟山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夯基固本，巩固海岛和美乡村基层基础

乡村医生“助诊包”配得好
费伟华来稿说，近来，河

北省柏乡县实施“行走的医

院”项目，为全县乡村医生

配备了全科医生助诊包等

设备。利用助诊包，村医可

为村民进行血液化验、心电

图检查、超声检查等检测项

目，并通过设备实时向县中

心医院问诊。

乡村医生与农村群众

的距离最近，感情也最深。

但多数乡村医生的医疗设

备比较简单，无法全面诊断

病人的身体状况，造成农村

病人为做个常规检查，需要

跑到乡镇或县城的医院去，

既不能充分发挥乡村医生

的作用，又给村民就医带来

了不便。如何改变这个现

状？笔者以为，柏乡县为乡

村医生配备全科医生助诊

包等设备，不失为一个值得

学习和推广的好办法。

为乡村医生配备“助诊

包”，一方面，通过提升乡村

医生的医疗硬件装备，可以

让他们舒展手脚和本领，为

农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

服务，真正成为农民身边的

“健康卫士”；另一方面，乡

村医生有了“助诊包”，方便

给病人做检查，节省了农村

群众就诊的时间、精力和成

本，提升了他们的获得感和

幸福感，而且还可以通过远

程疹疗系统，实时向城里医

院问诊就医，让农村群众享

受到城市优质医疗资源，进

一步提高农村医疗水平。

来稿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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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争先局长谈

高水平推进新时代海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韦晓红

党的二十大作出了加快建设农业强国的战略部署。今年，舟山

市以“千万工程”实施二十周年为牵引，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

持农业现代化与农村现代化一体推进，持续擦亮海岛“三农”金名

片，高水平建设新时代海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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